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汽车传感器原理与检修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汽车传感器原理与检修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22057310

10位ISBN编号：7122057313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化学工业

作者：何金戈 编

页数：20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汽车传感器原理与检修>>

前言

　　从第一辆汽车诞生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传统机械工艺和技
术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基本已趋于成熟，有些甚至已达到其物理极限，要进一步发展存在成本等方面的
局限性，使得人们把目光投向汽车电子技术方面。
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，为汽车技术性能的提高，经济性、安全性和舒适性的改善，汽车
废气污染的降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目前，汽车上，特别是轿车上的电子控制部件越来越多，基本上占汽车总成本的1/3甚至更多。
　　在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中，汽车传感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担负着信息的采集和传输的功能，汽车
传感器工作性能的好坏，直接关系汽车的运行状况和车辆行驶的安全性、经济性。
因此，要掌握好现代汽车的维修和检测技术，必须掌握传感器的作用、构造、工作原理、故障症状和
检测方法。
　　本书系统、全面地讲述了汽车用各种传感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，突出传感器的检测方法。
结合具体车型进行讲解，是本书的一大特色。
在编写的过程中，我们力求做到以下几点。
　　①全面性：尽量涵盖汽车上大部分传感器。
　　②先进性：跟上汽车电子发展步伐，突出介绍新型传感器。
　　③实用性：结合具体车型进行讲解，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，同时，为避免空洞无物的说教，针对
每一传感器的检测，尽量提供线路图，使大家在具体运用中体会和学习传感器检测的精髓。
　　④易读性：尽量避免复杂的公式和和高深理论，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介绍工作原理和检测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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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从实用角度出发，系统、全面地介绍了现今汽车上比较常用和最新出现的传感器的结构、工作原
理和检测方法。
全书共分九章，内容包括绪论、温度传感器、位置和角度传感器、气体和液体流量传感器、气体压力
和液体压力传感器、速度与加速度传感器、气体浓度传感器、爆震、碰撞和转矩传感器及其他传感器
。
     本书内容全面、详实具体，且有具体车型实例佐证，实用性强、图文并茂、浅显易懂，可以作为高
职高专院校、高等工科院校汽车类专业教材，也可供汽车维修、汽车检测及相关技术人员作为培训用
或参考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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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二章 温度传感器　　第一节 概述　　一、温度和温度的单位　　温度是用来表示物体冷热程
度的物理量。
从分子运动论观点看，温度是物体分子平均平动动能的标志。
温度是大量分子热运动的集体表现，含有统计意义。
温度是物体内分子间平均动能的一种表现形式。
分子运动愈快，物体愈热，即温度愈高；分子运动愈慢，物体愈冷，即温度愈低。
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一个物体的热势，或能量效应。
当以数值表示温度时，即称之为温度度数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少数几个分子甚至是一个分子构成的系统，由于缺乏统计的数量要求，是没有温度意
义的。
　　我国法定计算单位是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，根据我国的情况，加选了l5个非国际单位制的单位构
成。
其中包括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7个，这7个单位中，有一个量为热力学温度，其符号一般为T，单位
名称为开(尔文)，单位符号为K。
规定水的三相点(水、水蒸气和冰共存的状态，不包含空气)热力学温度的1／273．16，为热力学温度
单位开。
　　国家标准GB 3102．4还规定了另一个量为摄氏温度，其符号一般为t。
摄氏温度是SI中的一个导出量，其单位名称是摄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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